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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农村小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现状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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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上饶市信州区部分乡镇小学校体育教育开展状况进行分

析，并给出一定的总结和建议，以期能够对其他县市乡镇小学校园体育教育发展路径探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结

果显示：（1）“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师资以专科和本科学历为主；教师的性别男多女少；教师队伍结构呈

现两极化。（2）“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场地以足球场和篮球场以及田径场居多，但不符合标准；经费明显

不足。（3）“双减”政策前农村学校体育教育使用自编和统编教材，“双减”落实后以统编教材为主；“双减”政策前

体育课程内容缺少体育健康理论教学；落实后加入了体育理论教育以及运动损伤的教学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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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ome primary schools in the Xinzhou District of Shangrao City. It provides a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the hope of offering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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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 7 月 24 号，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为“双减”政策，为深入贯彻

党中央十九届三中全会，提高学校教书育人水平，规范

校外培训，减轻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和作

业负担。“双减”政策出台后不仅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压力，也提升体育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和

影响 [1]。“双减”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对农村体育教育提供了更

加充足的政策支撑，改善农村体育教育场地器材、师资

力量、学生态度、教学效果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了农村

体育教育融合地域特色，结合现有条件创新锻炼模式，

加强课堂监督，秉持“减负增效”的教学理念，提高了

教学质量的发展道路。并且“双减”政策下的农村学校

体育教育将会朝着健康化、科学化、多元化、特色化的

发展趋势不断前进。

因此，本文研究以“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体育教

育发展路径进行探究，对比农村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现

状进行了解，并进行全面的探究和分析，解决当今农村

学校体育教育发展路径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寻

找到一条“双减”政策下促进农村地区学校体育教育发

展的可持续化道路 [2]。基于此，本文以上饶市信州区乡

镇部分小学校作为案例，分析“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

体育教育发展的情况，对体育教育当中存在的障碍和问

题进行分析，并给出一定的总结和建议，以期望能够对

其他县市小学校园体育教育发展路径探究提供一定的参

考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上饶市信州区部分乡镇小学校的体育教学开

展为研究对象。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

谈法及数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上饶

市信州区农村小学校体育教学现状进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师资力量情况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上饶市信州区农村学校体育老师

比例存在一定的比例失衡现状，其中男性体育老师的比

例占到 80%；而女性体育老师的比例占到 20%，由此可

见，体育老师的比例出现明显的失衡，造成这个情况的

原因可能是我国的传统观念认定只有男性适合体育老师，

而女性比较适合音乐教室或者文化课老师等；其次，农

村学校在招聘体育老师的时候会对女性老师有一定的条

件限制，在这个方面农村的情况更加严重。

从信州区农村学校体育老师的学历情况来看，其中

大专学历的比例占到 50%，这部分教师主要以中老年教

师为主；本科学历的比例占到 40%；而硕士学历的比例

占到 10%，这部分学历层次的教师主要以中青年教师为

主。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农村地区的教师学历配置得以

提升，但是还是存在大量的大专学历，但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的学历

层次也会随之提升。但在另一面也反映了农村地区教学

和生活条件艰苦，学历高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不愿意到农

村地区进行教学。

由调研数据可以看出，体育老师的年龄 30 岁以下的

比例占到 40%；31 岁到 40 岁的比例占到 15%；41 岁到 50

岁的比例占到 10%；50 岁以上的比例占到 35%。由此可

见教师队伍的年龄是两极化分布，这是因为之前对于教

育的重视程度较低，所以体育老师都是由年龄较大的老

师或者其他学科的教师来担任的，但是随着这些年高校

的扩招且提高教育工作的重视，所以体育毕业生较多，

故年轻教师占比较多。年轻教师对于宏观环境和外界

政策的理解程度较高，所以能够较好的理解且执行“双

减”政策，并且在政策环境下能够做出相对应的改变 [3]。

2.“双减”政策下体育教育场地以及经费情况

（1）场地器材情况分析

对信州区四个乡镇小学校场地器材的情况进行了调

查，可以发现所属乡镇的小学校都具备基本的足球场地

和篮球场以及田径场，但是对于羽毛球场以及排球场比

较缺少。此外，随着深入实地了解，发现大部分的篮球

场都是水泥地篮球场，并且篮球框架都比较老旧，除茅

家岭街道的农村小学校足球场相对完善，其他乡镇的足

球场地上杂草丛生，没有进行修整或铺设人工草坪。

（2）经费情况

对“双减”出台之前的经费投入情况可以看出，其

中农村学校每年投入经费在 500 元以下的比例占到 75%，

投入经费在 500 到 1000 元之间的比例占到 25%。由此可

见，信州区农村地区体育经费的投入情况不太理想，这

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的经费本来就较为紧张，大量的经

费都投入到文化课程建设当中，较少部分运用到学校的

体育建设，这也是跟农村地区重视文化课而轻视体育课

的原因有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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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体育教育教学现状

（1）教师的使用教材的情况

体育教材是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是否能够保证是否实

施教学大纲的保证和条件，老师能够合理地运用教材能

够提高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活动的兴趣，强化教学

效率。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双减”前使用了统编教

材的比例占到 60%；使用自编教材的比例占到 20%；没

有使用教材的比例占到 20%，教师使用教材的情况不容

乐观。此外通过交流发现，“双减”前还有存在教师上课

存在三无现象，刚走上岗位的前两年工作热情，积极认

真准备上课内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对体育课

的不重视，学生不把体育课当成体育课，教师开始懈怠

散漫，每年的备课内容都换汤不换药，教师对体育课不

上心，教师的体育教育只停留在表面，既不创新课堂，

也不提升自身的教学素养，备课内容跟实际课堂不符。

“双减”之后教师使用统编教材的比例增加，比例占到

80%；没有不使用教材的老师，由此可见“双减”有利

于教师提高体育课堂教学效率 [5]。

（2）体育课程内容情况

对信州区农村学校的体育教育的课程设置情况进行

调研可以发现，“双减”前田径运动的比例是最高的，占

到 50%；其次便是篮球、足球和羽毛球，分别占到 30%、

20% 以及 5%。由此可见，“双减”前大部分的课程开展

主要是体育运动实践课程，而缺少体育理论教育，对于

运动损伤、运动基本原理以及体育运动的功能基本没有

开展。而“双减”之后明显增加了体育理论教育课程以

及运动损伤的课程。由此可见农村地区体育课程的内容

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更加丰富了。

（3）教学方法情况

通过对信州区四个乡镇的农村学校的教学方法的

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双减”前的教学方法以传统教学

为主，其中演示法的比例占到 75%；讲授法的比例占到

65%；练习法的比例占到 15%。这些传统的教学方法会

让学生降低对于体育课程的兴趣，教学方法的单体更加

降低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就

会利用体育课的时间进行学习，甚至不惜用体育课的时

间来弥补自己语数外等学科上的知识短板，在这类心理

驱使下学生难以全身心融入体育课堂，达不到锻炼效果。

而“双减”后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多媒体教学

的方法，多媒体教学方法采用直观、冲击视野的教学方

式可以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兴趣。

（4）课后训练情况

学生在课堂上学的知识没有融会贯通的话就需要用

到课后训练的，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地查漏补缺，

由“双减”前课后服务的比例可以看出，有课后服务教

师的比例占到 10%，没有的比例占到 90%；而“双减”

后有课后服务的比例占到 95%；没有课后服务的比例占

到 5%。由此可见，“双减”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提高体育

教学的效率。

4.“双减”政策下农村体育教育存在的困难和挑战

（1）体育教育不合理

对于在校学生来说，适当的运动有利于促进学生的

身体健康发展，提高身体素质，增强身体免疫力。但是

不正确的体育锻炼方式会使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受到损伤，

农村地区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无法教授学生正确的锻炼

方式，“双减”政策的推出有利于加强对于运动损伤课程

以及体育理论课程的推广。

（2）体育教学方式相对传统

农村地区教学方式以传统教学为主，这不利于学生

提高学生对于体育课程的兴趣。此外，农村家长及学生

对体育过于片面的认知，农村地区人民都认为体育教育

不如文化教育重要，这是高考大环境所导致的，这对于

落实“双减”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农村体育教育的持续发展

农村体育教育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体育师资问

题相对突出，体育教师严重缺乏，教师体育教学能力有

待提高，队伍不够稳定；农村学校体育基础建设条件还

难以满足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的需要等。

5. 完善“双减”政策下农村体育教育的路径

（1）规范教学科学性

针对农村地区体育教师无法教授学生正确的锻炼方

式，教师应该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做到“减负增效”，根据

新课程标准，新体育教材，组织好体育教师对新教材的

学习工作，使体育教师领会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实质。借

“双减”政策的推出，加强对于运动损伤课程以及体育

理论课程的推广，通过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调动全体学

生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活动，按时上课，逐步养成自觉

锻炼的习惯，遵守体育课常规。

（2）教学模式多元化

农村地区教学方式以传统教学为主，教师们就要结

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等去设计更加

多元化的教学形式，例如可以和当地的一些红色文化或

者当地特色运动进行结合，更要能够结合当地的一些特

色教学资源，从而创造出具有特色的体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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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体育教育持续发展

针对农村地区缺少运动器材的情况，在减轻学生负

担的基础之上，农村体育教育可适当与地域特色相结合

既可以缓解农村地区体育教育发展运动器材及场地短缺

的问题，又可以改变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

容，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转变学生对

体育课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态度。

三、结论

（1）“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师资学历以专

科和本科学历为主；教师的性别男多女少；教师队伍结

构呈现两极化。

（2）“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场地以足球

场和篮球场以及田径场居多，但不符合标准；经费明显

不足。

（3）“双减”政策前农村学校体育教育使用自编和统

编教材，“双减”落实后以统编教材为主；“双减”政策

前体育课程内容缺少体育理论教育以及运动损伤等；落

实后加入了体育理论教育以及运动损伤的教学内容，“双

减”政策前教学方法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双减”政策

落实后引进了多媒体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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